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 2035
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

上”。让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

式，使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世界前

列，是全民健身全面开展的发力方向。

如何夯实广泛参与全民健身运动的群众

基础？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公共服务处处长

赵爱国表示，要健全制度性举措，扩大公益性

和基础性服务供给，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覆盖全民、服务全民、造福全民。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培养终身运动者

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是国家繁荣昌

盛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家 庭 和 睦 幸 福 的 重 要 标

志。近年来，有关加强改进学校体育工作和体

教融合的文件陆续出台，提倡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号召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在北京大学，从晨跑、夜跑到覆盖四季的校

运会，运动是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

校体育不能只围着各种测试转。”学校体育教研

部主任钱俊伟说，“学校建立了 54 个体育类社

团、46支代表队，能让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专项

上获得更系统的训练，进一步提高运动水平。”

在北京陈经纶中学帝景劲松分校，学生们

在体育课上蒙着双眼跑步、坐着办公椅投篮，

通过体验残疾人运动，学会配合互助。“新时代

体育课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让学生在体育课

中流下汗水、留住兴趣，加深对体育的理解，学

会面对挫折、迎接挑战。”该校体育教研组组长

刘娓楠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把学生培养

成终身运动者的重要性。这与《意见》所倡导

的方向不谋而合。开展高质量学校体育是“培

养终身运动者”的重要基础，其根本是实现体

育和教育的全面融合。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

秉枢认为：“要在学生日常体育教育中以项目

为载体、以比赛为手段，通过‘教会、勤练、常

赛’达到让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

激发学校体育的活力，也需要引进社会力

量的“活水”。北京市所辖的 200 所国家级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与学校、体校、体育场馆或体

育中心等单位合作，大大丰富了学生课余锻炼

的选择。四川省乒乓球协会通过组织比赛、培

训教练等形式，推动乒乓球运动进校园，弘扬

了乒乓文化，培养了后备人才。

巧借“外力”，能更好地解决课外锻炼、场

地资源、师资水平等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

题。钟秉枢认为，还要鼓励构建程序透明、过

程公开、广泛参与的信息沟通平台，让青少年

和家长都能监督、评价相关服务。

提供舒心便利条件，
引导老年人健身

近日，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活动在

各地开展。参与者在线下以小型、分散的形式

进行太极拳展演，一招一式尽显“银龄”风采；

线上，2000 余个习练视频上传云端，点击量超

过 20 万次，经专家评审，优秀作品还将在中国

老年人体育协会网站等平台展播。

提供舒心便利的健身条件，引导更多老年

人参与体育锻炼、提高健康水平。《意见》提出，

“为老年人使用场地设施和器材提供必要帮

扶 ，解 决 老 年 人 运 用 体 育 智 能 技 术 困 难 问

题”。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

雪莉说，这体现了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主体

的地位，反映出全龄友好的理念和社会包容性

发展的人文温度。

近年来，老年人群体的健身活跃度日益高

涨，除了柔力球、门球、太极拳（剑）、广场舞、健步

走、乒乓球等传统项目，在网球、骑行、滑雪等运

动项目的参与人群中也时常可见“银发一族”。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积极举办各类运动

项目网络培训班，组织多种形式的线下线上活

动，目前直接参加人数超过百万。协会副主席

温文说：“网络的便捷性给老年人健身插上了

‘翅膀’，网上交流、云上健身，成为一种新的形

式，备受老年朋友欢迎。”

2020 年 11 月，《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印发，提出推动广

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今年

2 月发布的第四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 亿，互联网普及

率达 43.2%，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共享信

息化发展成果。

“根据这些新现象和新需求，我们还要进

一步解决老年人运用健身领域智能技术的问

题，引导他们科学健身。”温文说。

以人为本细化服务，
营造无障碍环境

日前，一场主题为“从心出发，向光而行”

的残疾人体育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举

行。数十名视障跑者在志愿者引导下，穿梭于

城市公园内。“虽然我看不见，但跑步时有风从

身上划过，让人身心愉悦。”47 岁的阳光高坚

持跑步 3 年，身体状态越来越好，此前还在引

跑员帮助下完成了一次全程马拉松。

参与体育锻炼，有利于改善身体机能、增

强身体素质、提高生活质量、融入社会交往，是

保障残疾人平等享有体育权利、实现体育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体现。自 2007 年起，

“全国特奥日”、“残疾人健身周”和“残疾人冰

雪运动季”等全国性体育活动连年举办，提升

了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

目前，这一群体参与体育锻炼，还有参与

难度较高、需求差异较大、总体水平较低等问

题待解决。中国残联体育部综合群体处处长

马历涛说：“《意见》中提到，‘营造无障碍体育

环境，为残疾人参与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便利’，

就是要通过提高服务能力、参与率和覆盖面，

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

营造无障碍环境，能保障残疾人充分、平

等参与体育运动，共享社会生活。北京市从

2019 年起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基

本实现首都功能核心区无障碍化；河北省张家

口市积极推进公共设施无障碍建设，城市无障

碍环境显著改善；浙江省杭州市 2021 年启动

残疾人文体示范点创建工作，提供方便的社区

型体育服务……以筹办北京冬残奥会、杭州亚

残运会为契机，“无障碍”理念延伸到赛区和场

馆之外，进一步融入城市发展。

“营造良好的无障碍体育环境，要以人为

本、细化服务，满足不同需求。”马历涛补充说，

在设施建设方面，要加强健身器材的保护性功

能，对视障人士要有盲文和语音提示等。同

时，还应培养更多康复、健身体育指导员，提供

科学康复健身和心理咨询疏导。

强基固本，全民健身全面开展
本报记者 孙龙飞 李 硕

核心阅读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提出，到 2035年，“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
上”，为全民健身全面开展指出
发力方向——“夯实广泛参与
全民健身运动的群众基础”。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落实全龄
友好理念，营造无障碍体育环
境……桩桩件件，夯实参与基
础，强调以人为本，推动着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覆盖全民、
服务全民、造福全民。

北 京 奥 森 公 园 日 前 限 流 恢

复开放，园区中连日来喜见锻炼

者身影。在北园，一处今年新建

的 设 施 更 令 人 欣 喜 —— 跑 者 服

务站，可供健身人群存包、更衣、

淋浴。

看起来不过小事一桩，却透

着以贴心服务回应群众关切的思

路：户外健身总有些许不便，外衣

和 随 身 物 品 碍 手 碍 脚 却 无 处 寄

放，锻炼完大汗淋漓只能回家洗

澡换衣……喜欢跑步的人群尤其

多有体会，提供相关服务的呼声

一直很高。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越

来越重视健康，愈发愿意参与体

育 锻 炼 。《2020 年 全 民 健 身 活 动

状况调查公报》表明，2020 年我

国 7 岁及以上居民中经常参加体

育 锻 炼 人 数 比 例 为 37.2% ，比

2014 年增加 3.3 个百分点。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身需求，成为各地在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发力点：

有序推进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向社

会开放，利用城镇用地的“金角银边”修建场地设施，推

进 体 育 公 园 、健 身 步 道 建 设 ，打 造“15 分 钟 健 身

圈”……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就近享受运动快乐，健康生

活的理念愈加深入人心。

在体育场地建设解决了“健身去哪儿”问题后，群

众对高质量健身服务的需求也越发得到重视。健身场

所预约更顺畅，户外健身器材维护更及时，初学者可以

得到科学锻炼指导，老年人能够享受无障碍健身场所，

乃至运动场所配备急救设施……健身圈的一件件“关

键小事”，直接改善了人们的运动体验、锻炼成效，提升

着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

方米，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

善、标准更加健全、品质明显提升。锚定这一目标，相

关方当以问需于民为服务准则，补短板、强弱项，多些

贴心服务，让锻炼更舒心、运动更畅快，从而帮助更多

人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加入全民健身的队伍中来。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程中，唯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以贴心服务营造舒心环境，才能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

民健康，从而为健康中国的画卷添上活力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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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6月 5日电 （记者宋豪新）记者从成都市

体育局获悉：为落实“场馆惠民、体育惠民”精神，成都大

运会场馆开放惠民行动已启动。

据成都市体育局负责人介绍，公共体育场馆、市场主

体所属场馆、在蓉高校所属体育场馆和特殊专项场馆等

都将分类开放。

据悉，所有大运会场馆将根据情况设置开放区域，通

过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面向市民或在校师生开放。目前，

包括凤凰山体育公园、青白江区文体中心、川投国际网球

中心、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成都市射击射箭学校、猛追湾

游泳场、城北体育馆、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等

大运会场馆已经开放，其他场馆将在 6月 15日之前开放。

成都大运会场馆开放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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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拾光智慧体育公园里，市民正在打篮球。这座专业体育公园 5 月 1
日开放，以专业的运动设施和优美的健身环境，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锻炼。近年来，各地大力新建

改建体育场地设施，为全民健身全面开展夯实基础。 邵玉姿 梁子栋摄影报道

■体坛观澜R

全民健身添彩美好生活■R

6 月 4 日，海南琼海，

博鳌海滨，游客体验风筝

冲浪，乐享夏日清凉。

风筝冲浪是一项近年

来颇为流行的近岸水上运

动，参与者用大型风筝牵

引 冲 浪 板 在 水 面 做 出 滑

行、转弯、跳跃、翻滚等动

作，在海天之间追风逐浪

而行。

蒙钟德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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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5日电 （记者刘硕阳）6 月 5 日是世界

环境日，国际奥委会近日专门撰文介绍了一些奥运场馆

在减少碳排放、保护动植物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国

家游泳中心“冰立方”等北京冬奥会场馆因其在低碳环

保、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贡献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称赞。

国际奥委会称：最近一项调查显示，1896 年雅典奥

运会至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期间，有 85%的永久性奥运场

馆目前仍在使用。而进入 21 世纪后所举办的奥运会、冬

奥会中，仍在使用的永久性场馆更是多达 92%。文章称：

“如此多的奥运场馆在赛事结束多年之后仍在使用，不仅

成为举办地居民的体育锻炼场所，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

活水平，也推动了举办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国际奥委会表示，奥运场馆的作用往往不止如此。

通过科技手段，很多奥运场馆在降低能源损耗、减少碳排

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贡献了独特的解决方案。

国际奥委会列举了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场地自行

车场馆、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速滑馆、2012 年伦

敦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公园、2016 年里约奥运会高尔夫球

场地、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曲棍球场以及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的“冰立方”，介绍了各场馆在环保方面的贡献。

文章称，作为“双奥场馆”，“冰立方”的“泡泡”外墙能

够在捕获太阳能的同时让阳光充分照进场馆内部，从而

节约了供暖和照明的能耗。除此之外，能源回收和水循

环系统也是这座场馆的创新之处，另据场馆设计者介绍，

“冰立方”也是世界抗震能力最强的建筑之一。

国际奥委会表示，“冰立方”只是北京冬奥会为环保

付出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冬奥会首次在中国和冬奥会上

使用了二氧化碳制冷系统，包括“冰丝带”、首都体育馆等

4 座冰上场馆使用了该技术，大幅降低了碳排放和能源

消耗。与传统制冷系统相比，使用这一新技术可以每年

减少相当于 3900 辆汽车的碳排放量。

世界环境日前夕国际奥委会发文

称赞“冰立方”等环保奥运场馆

北京时间 6 月 5 日晚，2022 年世界女排联

赛土耳其站落幕，中国女排以 3 胜 1 负的战绩

结束本站赛事。

本次世界女排联赛是中国女排在东京奥

运会后首次站上国际赛场，从教练班底到队员

阵容都进行了较大调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

女排以崭新面貌踏上新征程。13 年后再次执

起中国女排教鞭，蔡斌用 4 个字表达感受：“尽

我所能”。

从今年 2 月中旬开始，蔡斌通过 67 人集训

营大范围选材组队。在最终公布的世界女排联

赛 24人名单中，仅有 6人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大

胆选人、大胆练兵，给年轻队员试错的机会，正是

蔡斌面向巴黎奥运周期夯实人才基础的举措。

随着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分配方式发生

变化，世界女排联赛的分量比以往更重，战绩

及相应积分与巴黎奥运会资格挂钩。对于新

组建的中国女排，锻炼队伍和比赛成绩同样重

要。“两者兼顾，以练促赛、以赛代练。”参加本

站世联赛前，蔡斌表示。

4 场比赛下来，中国女排以老带新的阵容

初见成效，配合日趋流畅。李盈莹、龚翔宇、袁

心玥等大赛经验丰富的队员依然是队伍的主

力成员，李盈莹场均 20 多分的表现尤其亮眼，

多次帮助队伍解决困难球、夺得关键分。

新入选队员也通过激烈对抗，逐渐适应比

赛节奏。始终首发的主攻金烨首战对阵荷兰

队略显拘谨，随后逐渐卸下包袱，一传、拦防、

扣球等环节都有提升。二传刁琳宇调度清晰，

加快与各攻手之间的磨合。多次替补上场的主

攻王云蕗越打越自信，犀利的进攻、较高的一

传到位率和一记勾脚救球，给球迷留下深刻印

象。通过高水平比赛促进队伍的磨合与成长，

正是主教练蔡斌希望看到的，“我们会在‘全

面’上下功夫，包括攻防的全面、技术的全面等。”

总共有 16 支队伍参加今年的世界女排联

赛，分站赛总成绩排在前八名的队伍将入围总

决赛。蔡斌希望，队员们无论是面对强队还是

弱队都要打出精气神，“把中国女排的团队精

神与拼搏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按照赛程，中国女排将在 6 月 14 日至 6 月

19 日转战菲律宾奎松，6 月 28 日至 7 月 3 日将

前往保加利亚索菲亚比赛。届时，中国女排将

对阵美国队、巴西队等强队，更大的考验还在

等着队伍。

巴黎奥运周期已经拉开帷幕，世界排坛的

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女排要振作起来，离不开

一股“从零开始，与自己赛跑”的拼劲。只有在

实战中积累经验、补强短板、锻炼队伍，才能踏

实走好未来的每一步路。

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3胜1负，中国女排—

振作起来，迎接新周期新挑战
本报记者 李 洋 郑 轶

多些贴心服务，
让锻炼更舒心、运动
更畅快，从而帮助更
多人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加入全民健身的
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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